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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迎来小暑节气，我国大

部分地区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小暑”到来，热起来的不仅有天气，

还有这一话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

热度：“微距镜头下的小暑有多美”

“小暑应如何养生”“敦煌岁时节令之

小暑篇”等，都引起了讨论。这令人

思考：发轫于农耕文明的节气文化，

为何在当下能勃发如此生机活力？

“年年立春后，即被啼莺占”“谷

雨晴时春昼长，鹧鸪啼处百花香”

“夏至禾见秒，晷景中天映”……二

十四节气讲述着光阴的故事，以一

种既宏大又精微的时间刻度，交融

着天文与人文、时间与空间、节气与

节日，细细讲述先人对时令、物候变

化的观察与认知，还衍生出绘画、戏

剧、歌舞等丰富视听艺术，给予人们

鲜活的东方美学体验。

中国人素有亲近自然的传统，感时应物的天性流动于

我们的血脉中。在当下的语境中，对节气文化的关注，有着

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多了屏幕时间的精准显示，少了对太

阳升落的仰观；有了软件播报的天气冷暖，缺了对草木荣枯

的俯察。在被数字科技包围的当下，如约而至的节气，提醒

着人们去亲近自然的美好。

活化节气文化，有着现实的土壤。自 2016 年进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后，与节气相关的上百种项目，如“九

华立春祭”“送大暑船”“苗族赶秋”等被列入国家级、省级非

遗扩展项目名录。时逢谷雨，沿海海祭、中原食椿；恰到冬

至，南方偏爱汤圆、北方更喜饺子。节气与节日的相互碰撞、

节气时间与大地空间的紧密契合，让节气文化变得可感知、

可触及，沉淀出形态各异的风俗内容。

节气文化热度的持续推高，也缘于对技术的吸纳、与时

代的交融。携手沉浸式数字技术光影蹁跹、融入地方民俗文

化共情古今、亮相冬奥会开幕式惊艳寰宇……一系列年轻

态、沉浸式的视听产品，积极顺应消费场景更新、科技手段迭

代趋势，促成了节气文化由抽象符号到具象产品的转变。与

节气相关的视听产品，一头连着漂泊的游子、都市职人，一头

连上神州大地的自然之美、古往今来的诗意之思，给忙碌日

子带来清新的旷野空气与心灵慰藉。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

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一首二十四节气歌，唱出了时光的流

转，也唱出了这片土地的共同回忆。让我们感受着节气，讨

论着节气，让现代生活更贴近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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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数字科技包
围的当下，如约而至的
节气，提醒着人们去亲
近自然的美好

■新语R

晚上 10 点，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黄梅戏

剧院的舞台上，一曲唱罢，叫好声不绝。“谢谢

大家支持黄梅戏，支持《罗帕记》。”主演程丞

怀抱鲜花谢幕，向观众一次次致意。

《罗帕记》是黄梅戏名剧，与《天仙配》《女

驸马》合称“黄梅三绝”。2017 年，33 岁的程

丞凭借在《罗帕记》中的精彩演绎，荣获第二

十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

梅花奖得主。2021 年，程丞入选全国戏曲表

演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程丞是安徽潜山人，出生时妈妈的收音

机里正在播放黄梅戏《孟丽君》，她的名字便

因这戏中的女丞相而来。听着黄梅戏长大的

程丞，对戏曲有融入血液的热爱和执着。11
岁那年，程丞顺利通过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

学校的招生，进入戏校。

每天早上 5 点半开始上课练功，成为当

时程丞的日常，但她不以为苦，反而甘之如

饴。2001 年，程丞毕业后到安庆市黄梅戏剧

院二团工作，随后又应邀来到湖北，加入湖北

省戏曲艺术剧院正在筹备的黄梅戏剧团。

“最苦的时候，其实是无戏可演的日子。”

程丞回忆，最初 4 年，黄梅戏剧团由于各种原

因迟迟未能成立，没有团队、没有舞台，同来

的 4 名演员最终走了两人。当时，也有其他

文艺院团向程丞发出邀请。“走吗？”每一次，

程丞反复问自己，但心里总有另一个声音说：

“再等等，再等等！”那段日子，她跟着楚剧团

跑龙套，自费去安徽学新黄梅戏，“我就是执

拗地守着，守着自己心中的舞台。”

其间，在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一次新人

新作展演中，程丞表演了新学的黄梅戏。谢

幕时，导演余笑予在台下大声叫好。那一刻，

程丞流泪了。演完后，余笑予肯定她：“程丞

是个演戏的好苗子！”

2004 年 12 月 ，黄 梅 戏 剧 团 终 于 挂 牌 成

立。剧团刚起步的几年，一批批演员来了又

走。“剧团也像人生的小舞台，最终留下的，是

真正有梦想的人。”程丞感叹。

实现梦想的第一步，是站上舞台。程丞

决定带领团队排演黄梅戏《五女拜寿》，理由

是“这部戏不以某一个演员为中心，可以让

20 多个演员登台展现自己”。

“把灵魂注入角色，角色才能活起来。”这

是程丞的艺术理念。她保持着每天早上练功

的习惯，拿到每个角色，都细细揣摩，还会根

据需要，专门找老师有针对性地强化训练唱

腔、身段、动作。她向许多昆曲、川剧名家学

过艺。

苦练内功之余，程丞还在探索传统戏曲

的剧本创新。排演《罗帕记》时，她和导演反

复琢磨，打磨出了 4 版剧本，“《罗帕记》我演

了几十场，我们最终决定，大胆修改原本的大

团圆结局。”程丞原本有些担心戏迷不接受，

但新剧演出后大获好评。她意识到，“传承黄

梅戏，不能墨守成规，必须守正创新，才能获

得新一代观众的接受和喜爱。”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黄梅戏剧团如今迎

来了最好的时候。“有政府支持、有平台、有人

才、有凝聚力，作为团长虽然辛苦，但心里是

愉快的。”程丞尤为自豪的是，2015 年，湖北

省政府设立专项经费定向培养 160 名戏剧

“苗子”，其中黄梅戏剧团有 50 个名额。对这

个机会，剧团格外珍惜。程丞离开刚满两个

月的女儿，带领剧团同事一同深入各乡镇、村

组，面试了几万名孩子，只为选出好苗子。经

过 7 年校企联合培养，今年暑期，这一批 50 名

年轻演员已经能够登台演出了。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用心演好每

个角色，明天你们也能独当一面！”程丞总是

这样鼓励年轻演员。对艺术的执着，让她在

舞台上绽放光芒，也让她的人生熠熠生辉。

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团长程丞——

“用心演好每个角色”
本报记者 田豆豆

本版责编：智春丽 管璇悦 陈圆圆

本报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者任飞帆）中国网络文艺知识

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 6 日在中国作家协会挂牌成立。

中国网络文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中国作家协会

设立，在司法部和北京市司法局的直接指导下，开展普法教育、

法律咨询、版权调解、维权诉讼等工作，委员由知识产权领域资

深专家、法律从业者、网文行业人士、人民调解员等组成，主要

开展普法教育、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维权诉讼等工作。

挂牌仪式结束后，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全国重点网络文学

网站联席会议，近 50 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全国省级

网络文学组织负责人、知名网络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发起《网络

文学行业文明公约》，呼吁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优化网络文学

行业生态，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中国网络文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

暑期来临，广西南宁市

工人文化宫组织文艺工作人

员送课下乡，在马山县加方

乡中心小学开展为期 5 天的

“益”课堂公益培训活动，为

孩 子 们 带 来 声 乐 、舞 蹈 、绘

画、科技等课程，丰富学生暑

假生活。

图为加方乡中心小学的

孩子们在上声乐课。

祝佳祺 卢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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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前，张益彬左右手交替挥舞，嘴角

伴随手语动作微微上扬，一旁的显示屏上，

“阳光总在风雨后”7 个字立刻显示出来……

张益彬是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网络

工程专业 2019 级学生，也是该校鲸言创益无

障碍智能科技研发团队的成员。在这个近

60 人的团队中，超过一半成员是和张益彬一

样的听障学生，他们用近 5 年时间构建起一

个包含 30 余万条视频的语料库。如今，团队

打造的“复杂场景下中国手语实时翻译系统”

即将落地应用。

大胆尝试，将手语实时
翻译为语音或文字

2006 年，袁甜甜成为天津理工大学聋人

工学院计算机系的一名教师，对她来说，教学

最大的困难是交流障碍。

当时，语音识别软件尚未问世，学生又都

是听障人士，袁甜甜只能硬着头皮自学手语，

“一堂课下来，手舞足蹈，经常满头大汗，一望

台下，学生们还是一脸茫然。”袁甜甜说，向学

生传递信息很难，难上加难的是了解学生的

想法。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约有听障人士 2780 万人。“时至今日，手

语仍是听障人士的‘母语’。”袁甜甜说，尽管

近年来语音识别软件普及，但表达的逻辑出

发点始终绕不开健听人，“对于听障人士来

说，听懂是一方面，但他们最渴望的，还是被

‘听见’。”

2016 年底，手语识别系统的雏形开始在

袁甜甜脑海中清晰起来。“听障人士在摄像头

前打出手语，视频画面经过计算机的分析处

理，转换为文字或者语音。”袁甜甜阐释设想，

创新的逻辑出发点从健听人变成了听障人，

也意味着没有成熟的方案可以借鉴。“这是一

次关乎‘表达’的探险。”袁甜甜说。

构建算法，给计算机编
一套手语教材

如果说“手语识别”和“语音识别”还有一

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二者都必须依托于丰富

的语料库。如今，语音识别语料库已十分成

熟丰富，“语音的语料在自然状态下非常便于

获取，但手语语料却非常少。”袁甜甜说。

“另外，语音是一种‘单信道’的形式，而

手语是‘多信道’，计算机要识别的不只有动

作，还有表情和场景。”袁甜甜介绍，从对数据

采集的支撑程度看，我国目前手语语言学的

体系性并不强，“手语方言”比比皆是，这就给

数据采集造成了极大困难。

“ 要 将 设 想 变 为 现 实 ，就 要 先 确 立 标

准。”袁甜甜说，她和团队成员确定了先易后

难的思路，基于国家通用手语的标准采集数

据，“简单来讲，我们翻译的是手语里的‘普

通话’。”

王 建 源 是 聋 人 工 学 院 网 络 工 程 专 业

2018 级 学 生 ，也 是 鲸 言 创 益 团 队 的 初 创 成

员。他的工作是收集手语语料，这些语料便

是视频画面。“招募志愿者，请他们来录视频，

反反复复地录。”王建源“说”。

王建源从小在特殊学校求学，父母也都

是听障人士，他从不避讳在健听人面前打出

手语，因为他觉得手语很美。“但是，手语的

美是复杂的，这个工程量 太 大 了 ！”王 建 源

笑着“说”。

两年时间里，王建源和团队其他成员几

乎每天都准时出现在学院的实验室，有时忙

到很晚，干脆席地而睡。如今，他们已经收集

到 30 余万条语料，“经过测算对比，距离中国

汉 语 水 平 考 试 的 4 级 水 平 仅 差 100 多 个 词

了。”王建源介绍。

手语是一门视觉语言，有特定的语法、语

序。手势、表情、肢体动作自由排列组合，表

达的便是不同的意思。在袁甜甜的设想中，

这套系统呈现的内容，不应该是由汉语单词

罗列而成的句子，而是在输入端和输出端既

要遵循手语语序、语境，也要符合汉语的表述

逻辑。

天津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研一学生孙

悦 把 自 己 在 团 队 中 的 工 作 形 容 为“修 桥 ”。

“就拿‘阳光总在风雨后’这句话来说，手语

的语序是‘风/雨/结束/阳光’，这显然让人看

不懂。”孙悦说，她和伙伴们逐渐构建起一套

手语识别算法框架模型，“通俗来说，就是我

们给计算机编了一套‘手语教材’。”有了这

套“教材”，丰富的语料库就有了用武之地，

相当于找到了手语转换为汉语的规律，“桥”

修通了，数据才能跑得顺畅。如今，这个模

型已经基本能够实现“复杂场景下的手语实

时翻译”。

搭建桥梁，手语翻译应
用于更多场景

2019 年，袁甜甜领衔的“复杂场景下中

国手语实时翻译系统”入选工信部新一代人

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项目，并获得

国家资金支持，这也加快了整个团队前进的

步伐。

去年 5 月，他们把研究成果带进了在天

津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的会场，获得

点赞。“当时系统已经涵盖教育、法律、餐饮、

交通等应用场景，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识别

率可达 95%。”袁甜甜说，如今，这套系统还在

升级，“我们的目标是 100 万条语料，基本覆

盖社会生活的常用场景。”

最让张益彬难忘的是，去年 10 月，他和

团队合力研发的项目《“鲸可语”——多模态

连续手语自动标注识别系统》荣获第七届中

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总决赛金奖，而自动标注识别是手语翻译的

关键一环。这也证明了“张益彬们”的努力得

到了国内科创界的高度关注。

闻讯而来的合作方越来越多，这让团队

成员对于系统未来的应用场景有了无尽畅

想。不久前，天津市急救中心也找到他们，希

望引入这套系统。“经常碰到急救对象是听障

人士，生命垂危之际，打字交流效率太低了，

往往只能用手语表达。”袁甜甜说。

今年之内，这套系统将应用于天津理工

大学的办公楼。到时，楼内大厅将出现一个

交互机器人和一块交互大屏，所有听障人士

都可以被“听见”。

天津理工大学鲸言创益团队研发手语实时翻译系统——

让人工智能看懂手语
本报记者 李家鼎

一边是听障人士打着手
语，一边是屏幕上自动“翻译”
出文字。为了让更多听障人
士被“听见”，天津理工大学鲸
言创益无障碍智能科技研发
团队用近 5年时间，构建起视
频语料库，研发“复杂场景下
中国手语实时翻译系统”，让
人工智能技术带给人们更多
便利。

核心阅读
■解码·走近新职业R

本报拉萨 7月 7日电 （记者袁泉、琼达卓嘎）记者从首届

西藏文化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首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

7月 12日开幕，艺术节由开幕式、闭幕式、青年歌手大赛等 16项

赛事活动组成，将持续到 8月中旬。

据了解，目前西藏拥有 2800 余项非遗项目，平均每年文

化惠民演出达 4 万场次。艺术节期间，西藏各地将同步举办

相关赛事活动，每天都会有文艺演出，西藏自治区政府最高艺

术奖格桑花奖和群众类奖项西藏群星奖也将在艺术节的闭幕

式上揭晓并颁发。

西藏将举办首届文化艺术节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7日电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全国省市

县三级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已如期达到或高于国家基本标准，

有效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城乡均衡配置，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国家标准自 2001 年制定以来，先后两

次调整，逐步提升农村、县镇编制标准，2014 年实现全国城乡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统一。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

动等形成的区域间基础教育不平衡问题，2021 年 6 月，中央编

办、教育部立足于服务人民群众、为教育事业发展办实事，共

同研究印发《关于推动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全面达到国家基本

标准的通知》，要求各地 2021 年底前实现全省（自治区、直辖

市）总量达标，2022 年 6 月底前实现以县（含地级市辖区）为单

位全面达标。

各地认真贯彻落实达标要求，通过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行

业改革精简事业编制，重点向基础教育领域倾斜；通过建立完

善编制跨层级跨地区调整机制，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入地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保障力

度；通过运用大数据思维有效盘活空编资源，化解编制闲置和

编制不足的结构性矛盾；通过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使违规借用

占用挪用的教职工编制回归学校等，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总量

显著提高。

全国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省市县三级全面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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